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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之前在瀏覽新聞的時候，偶然看見人口超高齡化的日本推出了一項「臨終服務」，

專門提供給將死之者使用。這項服務不但能先準備自己的葬禮，亦在死後還能向親朋

好友發送遺言，並且解決老一輩的人因為忌諱談到「死」而沒有立遺囑，導致死後子

女為分配家產而鬧上法院的問題。此種服務讓我們體會到現代人對死亡的態度漸漸轉

變，不再侷限於傳統形式之中，並萌生想去探討臺灣現今殯葬業的發展的想法。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戰後到現今公墓與私墓的變遷 

 （二）了解現代化對殯葬習俗的影響 

 （三）探討現今殯葬業的走向 

 

三、研究方法 

 

  先尋找殯葬業相關的資料與書籍，並查閱法規條例，比較臺灣傳統與現代殯葬業

的異同，以臺灣近代殯葬業的發展為主軸，分析戰後到現今殯葬業之演變及未來趨勢。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戰後到現今公墓和私墓的變遷 

 

  （一）公墓暫定條例 

 

戰後初期制定的「公墓暫定條例」大多沿用日治時期的條款，主要是：設置

公墓不該妨礙軍事之建築、公共的衛生及利益，以及人口密集的公共區域──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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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校、工廠和醫院；飲用水之水源處；鐵路要塞或堡壘；儲藏爆裂物之倉庫等

地保持相當距離。未設置公墓區域，暫時准許自由營葬（公墓暫行條例第五、六

及十七條）。 

 

     這條法令表面上是當時國民政府對殯葬業採取民間自主的態度，實際上卻

未考慮到沒有設置公墓的區域，導致容易出現民間亂葬的現象。究其緣由是國

民政府遵循中國人流傳下來深植內心的觀念與風水迷信，一方面是為了符合遷

臺的中國人之傳統，另一方面也為了迎合臺灣人民的習慣，以利鞏固政權。 

 

 

   然而，當時的總統蔣介石卻認為喪葬禮儀過於繁瑣、盛大與迷信，曾指示：

「對喪葬問題的解決，......，不要同各朝代一樣，只著重制定禮制，偏於喪禮的

解決，而忽略人民葬禮問題的解決」加上政府也倡導「今後民間營葬應倡導公

墓制，養成重視公墓風習，對於私築墓地應嚴加管理」（臺灣省政府，1960）這

與日治時期對國人禁止過度迷信風水與儀式的政策不謀而合，能夠讓公墓的地

位提升，同時減少了民間墓地的管理不易與雜亂無章。但民間的觀念非一朝一

夕就可改變，加上當時財政問題，使公墓制度的成效並不明顯；且罰鍰金額太

小與公家機關執力不行，使得民間迷信風水之風氣仍盛。 

 

     民國四十四年開始，政府正式執行公墓改善工作。但依據臺灣省政府的資

料，臺灣到四十九年，僅完成陽明山第一公墓、臺中市示範公墓及臺北市示範

公墓；花了五年的時間，卻只興建了三座公墓。這表現了人民對風水迷信的觀

念照舊，對公墓需求不高，同時土地取得的困難度，也大大阻礙了設置公墓的

進度。 

 

  同時，公墓的廢止與遷移也是當時的問題之一。公墓暫定條例第二十二條：

舊墓地點足以妨礙軍事建築、公共衛生或利益、耕作及浮厝或露棺者，必須遷

移或廢止。隨著社會發展，公共建設越來越多，土地利用越趨激烈，公墓常常

被排在後位，這是因其生理衛生與眾人心理上的因素而被排斥。據內政部營建

署的公告，在民國六十七年至七十二年，共有十二處公墓遭公告廢除。 

 

  （二）墳墓設置管理條例 

 

  民國七十二年，墳墓設置條例規定，「墓地建設應不影響水土保持、不破壞

自然景觀、不妨礙耕作、 軍事設施、公共衛生或其他公共利益之適當距離為之。

並與公共飲水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點不得少於一千公尺，與學校、醫院、幼稚園、

托兒所或戶口繁盛區或其他公共場所、河川、工廠、礦場、貯藏或製造爆炸物之

場所等地水平距離不得少於五百公尺。」（第七、十四及施行細則第七條）。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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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墓暫行條例，它明確規範了墓地與其他設施相距的最小範圍。政府為推行都市

更新計劃，公共設施的種類大幅增加，但卻沒有多餘土地興建太多公墓。 

 

  然而，民國七十二年的「墳墓設置管理條例」雖限制了範圍，卻比日治時代

所頒布的範圍─與住戶、水源處、大路相距約六十間─還小，政府會採取與現實

背道而馳的作法，不外乎是人口密度變高、土地範圍卻小導致的覓地困難，只好

讓殯葬設施更緊鄰公共設施。況且，此法令又是在民國七十二年所訂定，接近解

嚴時期，人民的自主權相對提高很多，集會踴躍提出自己的訴求，也使公家建墓

的困難度高上許多。 

 

比較內政部所建立之公私立殯葬設施成功與失敗的案例數，公立成功數是

四座，失敗數是五；私立則是成功數五，失敗數六，失敗率皆大於五十％。因此

我們可以了解到人民對殯葬設施，有極大的不接受，鄰避效果嚴重。但濫葬的問

題，卻沒因此解決。人民反對公墓興建，政府也沒有發揮到作用。而其原因可分

為三種：政治因素、社會（文化）背景、經濟因素。 

 

   （三）演變 

 

  民國四十七年，臺灣只有兩座私立公墓，八十八年增加至六十六處；相反地，

公立公墓由四十九年的三千兩百七十五處，減少為八十八年的三千零四十九處，

私營的墓地如此地顯著成長，公立卻不增反減，由此可知，公立公墓的立場逐漸

下降。探討源頭，應是國民政府初期並未明確禁止，因風水迷信所執行的下葬儀

式。人民對風水的依賴性，不但讓殯葬本身繁瑣化，除了自行覓地導致濫葬，同

時也不讓墓地靠近自家附近。這兩種矛盾相乘後，所形成的就是民營殯葬業的快

速崛起。 

 

  殯葬業在現今高齡化的社會中，人們漸不重視從前的繁文縟節，也疲於去執

行，使這塊產業逐漸升值，導致轉型。民國六十年前，民眾普遍迷信，並避諱與

死相關的話題，所以在當時，殯葬類的工作並未發展成公開營業的模式，僅由地

方掌權者負責。民國七十年，隨高科技產業崛起，臺灣逐漸與國際接軌，殯葬業

形成專業分工的服務業，造就許多就業市場。而墓地的缺乏與政府推廣火葬的情

形下，火葬逐漸成為主流之一。社會潮流的變遷之下，政府也在民國九十一年通

過殯葬管理條例，使臺灣的殯葬管理更進一步現代化。 

 

二、現代化對殯葬禮俗的影響 

 

百善孝為先，是中華文化長久以來的原則，也因此，一套完整的喪禮儀節除了

能顯示出對亡者的尊敬，另一方面也有撫慰生者作用。然而，這套源於封建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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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社會的規範，已漸不符時代所需，畢竟隨著現今社會型態、人們價值觀等眾多

因素的演進，現代善終觀念的改變已成必然，除了安享天年，尊嚴死亡也是一大

重點，例如：正向坦然的生死觀、高自主與尊嚴的臨終照顧、自覺性地預先安排

後事，以及圓滿的喪禮等。以下我們的討論，乃就今昔喪禮中的衝突及不合宜之

處，及現代國民喪禮應具備的觀念與原則為主軸。 

 

（一）殯葬自主 

 

從前人由於忌諱生前談死，喪禮後事多在逝世後由宗族長者、家人代為規

劃，但國人對於此等「穢氣之事」普遍一知半解，而此時，若亡者對於後事有著

某些個人需求，生者往往因怯於改變而無法為其實踐。然而今人對於死亡的態度

已漸轉坦然，甚至認為，生前若清楚規劃後事，如：財產分配、喪禮方式甚至心

願與遺言，不但能避免自身遺憾，更能使家屬辦理喪葬事宜時有依可循。現今的

殯葬業具有以下特色： 

 

1、亡者生前事先規劃自己的喪禮流程及模式 

透過預立遺囑或是生前契約的購買。 

 

2、家屬尊重 

 

傳統喪禮儀式含兩種利益價值觀，一指亡者的利益，即亡者生前所願，

二則指生者利益，例如：利用喪禮排場彰顯自家財富或是孝心，亦或是有

「子孫說好話1」等儀節，便是希冀亡者離世後能庇佑家族。但喪禮的主角

既為亡者，當以亡者利益為大，否則不免失了對生命的尊重、喪禮緬懷家

人的初衷，如此就本末倒置了。 

 

3、喪禮服務人員敬業 

 

  服務人員除了必須知曉喪葬儀式與流程，也必須了解亡者的宗教、性

傾向、有無特別交代等，對於家屬則必須提供喪葬禮俗諮詢，並教育及引

導家屬一同尊重亡者的殯葬自主權。 

 

（二）性別平等 

 

近年來，在政府與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國人的性別平等意識正逐漸上升，

讓各種性別皆能享有實質平等待遇，是政府及民間的共同目標，但我們的喪葬禮

                                                      
1在亡者被裝入棺內前的儀式（辭生）中，由道士或法師取各種食料作給食狀，並唸吉祥之句：「食貢丸，給你子孫出狀元」、「食豆乾，給

你子孫做大官」等。吉祥話並不固定，可配合菜餚隨機更改。(臺灣殯葬資訊網，殯葬知識+-呼龍及撒五穀子，

http://www.funeralinformation.com.tw/Detail.php?LevelNo=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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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中，卻仍存有不少不符性別尊重觀念的做法，導致部分性別弱勢者感到排斥與

不被尊重。 

 

1、對於女性的不平等問題 

 

  由於傳統喪禮為父權導向，儀節的設計多以男方為主，如封釘儀式與

點主儀式便是限定男性子孫，無形中，同樣存在於這個家中，同樣奉獻自

己的女性之權益便被忽略了。以下為傳統喪禮中對女性的不公平處： 

 

（1）未婚及離婚女性於其故後，神主牌不得納入原生家庭 

（2）出嫁女兒於父母去世返家時要「哭路頭
2
」 

（3）亡者骨灰罈及墓碑上的銘文，只能刻上孝子名卻無孝女名 

 

  然而事實上，這些習俗都是可以被調整的，例如馬英九總統的父親逝

世時，便是由其姐負責主奠，以及念讀哀章，即是落實了喪禮性別平等的

良範。 

 

2、對於同志的不平等問題 

 

  隨社會多元發展，人權議題越發地重要，因此喪禮中的性別平等，也

應當包含對同志及跨性別裝扮者的尊重。同志後事的處理，時常會碰觸到

「多元性別尊重」及「殯葬自主」兩項議題，畢竟同志目前仍無法擁有合

法的婚姻關係，後事多由有血緣關係的家人負責，但若其家人並不認同他

的性傾向呢？以下為需要更多尊重與商榷的重要細節之舉例： 

 

（1）亡者生前的伴侶是否應當載入訃聞？稱謂為何？ 

（2）家屬是否應依亡者的性別認同為其著裝？ 

 

  有關多元性別不同個案之喪禮，我們應如同尊重他的人格一般，尊重

他的性傾向，依其生前囑咐行後事之事宜。 

 

（三）多元族群的尊重 

 

臺灣的人口組成除了閩南人、客家人及大陸各區漢人外，還有原住民，近

年來更是多了許多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信仰、不同族群的新移民，而在這樣充滿

                                                      
2此為臺灣喪禮一禮俗：父母或祖父母臨終，若已出嫁的女兒未能及時隨侍在側，則聞喪後回娘家奔喪時，應在娘家大門口外哭號，並以

跪爬方式進屋，跪爬至靈前哭號祭拜，舊時更要求從家門外沿路哭號，並跪爬進大門，除有娘家人攙扶，否則不得起身。(臺灣殯葬資訊

網，女兒「哭路頭」是歧視女性？，http://www.funeralinformation.com.tw/Detail.php?LevelNo=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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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性的社會中，回歸生為人對善終的基本訴求，來認知喪禮中的多元尊重價值

才是根本。 

 

多元尊重之喪葬自主，強調的是基於對相異文化的認知，只要不違背政治

法令規定及善良風俗，尊重亡者的文化背景與宗教信仰，並透過溝通協調，理性

探討，獲得共識並非絕不可能之事。從亡者的角度看，若生前沒有落實生前囑咐

的部分，在無交代清楚的情況下，家屬及殯葬人員多依循固有做法，如此一來，

便很有可能無法保障到自身的殯葬自主權了。 

 

三、殯葬業的走向 

 

近年來，隨著人民觀念的轉變與殯葬業的變遷，曾被社會大眾所避諱的行業如今

逐漸地轉型為一種新興的服務業。業者以殯葬禮儀專業化和制度化確保服務品質，簡

單隆重而制式化的儀式取代了原有的迷信與鋪張浪費的習俗，人才檢定與職業訓練等

提升專業能力和素質的制度，也成為產業制度化的程序。如今的禮儀師不但要了解管

理、禮儀等方面的問題，更需具備心理、社會、醫護方面等知識。在現代社會中，企

業化經營等新興觀念的萌芽已使得殯葬服務業型態，在不知不覺中踏上轉型的路程。 

 

（一）跨國殯葬公司走向全球化 

 

傳統習俗和文化是讓外國企業踏入他國殯葬市場的一大障礙，依據各國不

同的文化，各地以不同的方式處理亡者的後事。但是 SCI（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美國國際殯葬服務集團）順利克服了這一大屏障。SCI 是殯葬服務

業的龍頭企業，在全球首創的網路預訂服務下，它能夠提供客戶殯儀、火化和

墓地等各式選擇服務。它從在全美各地收購地方性殯儀館，漸漸成為連鎖殯儀

館經營商，並以此連鎖經營的管理模式買下諸多挑選過的殯儀公司、墓園及火

葬場等。接著，它將業務觸手伸向了歐洲和澳大利亞等地，其不但接手了多家

法國和英國的殯葬連鎖公司，更於外國積極設立服務據點，以提升公司整體在

國外的知名度與影響力。 

 

（二）生前契約興起 

 

  與過去不同的是，如今人們不再特別避諱談論死亡這個議題。死亡是人人

都會面臨到的問題，而在人仍在世時，依照個人的意志和意願，將關於自己的

葬禮的種種事宜，包括事前的諮詢、儀式的安排和各項所需物品的準備安排妥

當，在歐美國家是件十分稀鬆平常的事情。在歐美地區，葬禮預定地服務已有

五十年以上的歷史，雖然臺灣有將近七成五的民眾知道生前契約這項服務，但

考慮購買生前契約的民眾卻只占兩成，可見在臺灣此項服務仍有待推廣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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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三）殯葬儀式走向多樣化與個性化 

 

  過去的人十分注重古禮，並總是認為我們應該傳承先人智慧，因循古法完成

後事。然而，各地分別有不同的形式與做法，究竟該如何做出抉擇、應依循何種

做法，實在難以得到明確的解答。因此，近年來的殯葬業漸漸走向多樣化與個性

化。 

 

1、殯葬流程的多樣化：有的家庭會選擇先火化再進行奠禮，其一方面可

能是為了公共衛生的維護，再者也可能是因為經濟方面上的考量。 

2、各種儀式上的多樣化：人們不再堅持一定要依循古禮辦事，而漸漸開

始依自己的喜好去選擇火葬、樹葬、花葬或海葬等多元的儀式。 

3、殯葬儀式的舉行場所多元化：教堂、佛堂、飯店，住家等場所皆可成

為儀式舉行之場所。 

4、殯葬用品多樣化：環保概念的興起帶動了商人將頭腦動到殯葬用品上，

如今更是有環保棺木、環保骨灰罐等具有環保意識的商品可供家屬自行

選擇。 

5、儀式呈現方式的多樣化：多媒體告別式、網路掃墓等均是因應現今社

會步調快速下的產物。 

 

過去由殯葬業主導儀式之進行的方式，已經在顧客價值觀的改變與殯葬自主

之趨勢下，使得主導權移轉至民眾。為了滿足客戶的要求，得到更多顧客的訂單，

更加彈性的經營方式是各大企業無法不去注重的焦點。 

 

（四）網際網路的興起 

 

  在網際網路崛起的時代，網際網路備受各地廣泛的應用，它不但對全球經濟

產生了重大影響，更是有商人看上了這點，開始將其觸角伸及葬禮服務業，提供

長居國外或者是郊區等有交通上的困難的家庭，能夠透過網路參與他人的葬禮。

在網路上販賣棺木的服務如今也是再普通不過的事情，數十張不同類型的棺木照

片擺在眼前，從最精緻的銅棺，到普通的橡木棺，網站裡頭應有盡有，一一陳列

出來任君挑選。在挑選完畢後，更會有公司負責將棺木送到各地的殯儀館，這一

整套專業分工的企業化經營實在令人瞠目結舌。 

 

至今，資訊流通率大幅提升，人類社會漸趨文明，這時以往留下的殯葬習

俗有很多已不再受重視；而許多獨特的儀式也已被社會的潮流沖散，有些華而不

實的禮俗也將被遺忘，不過這也令現今民眾對殯葬知識十分缺乏。一般人多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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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殯葬業者辦理，也產生了許多不法業者為此圖利，造成許多不必要儀式的歪風，

故政府應積極取締，制定相關法規。隨殯葬業蓬勃發展，業者推出的服務也越趨

多元，例：生前契約服務，不但可以讓人們規劃自己的後事，同時業者為提高競

爭力，提供了客製化服務供民眾享受，也是殯葬業的新里程碑。 

 

四、根據現代化殯葬觀的實質變遷及調整建議 

 

（一）迎親尊長 

 

  傳統父系社會中，針對已婚女性，在出殯奠禮前設有迎請外家長輩之習俗，

而過去，父亡後，對於同居的伯叔父（過去傳統社會中，因以男性血緣的傳承為

主，經常是三代同堂而居，故父親與伯叔父極有可能住在一起。），前來弔唁，

便因視為一家人，並無設有迎請父系長輩的儀節。然而現今核心家庭當道，父與

伯叔多散居各處，加上男女平權的價值觀，父與母系的長輩對遺族晚輩皆屬尊長，

故建議：家公奠禮3時，父或母過世，對父系及母系長輩，均設迎請儀式，以符合

現代社會需求。 

 

（二）尊重亡者 

 

1、由於傳統認為，喪禮的排場等同孝心輕重，便造成了過度鋪張浪費，

卻忽略應以亡者真意為重。 

2、宗教信仰部份，常因配偶及子女本身信仰，而擅加更改亡者身前選擇。 

3、受傳統風水沖煞的心理影響，參與奠禮儀式者當遺體或靈柩進出場時，

常有立即轉身背對亡者的畫面。 

4、忙於「跑攤」的政治名人因公務繁忙並行程緊湊為由，在家奠禮中強

行插隊公奠。 

 

（三）民主包容 

 

1、現今社會中，無論子或女，只要有心應當皆能讓父母安心託付，因此，

家公奠禮中，主奠者、主喪者，甚至捧斗4、捧靈骨進塔者，皆應以各

家實際狀況進行協調，簡言之，家中最被信賴的子女，應是超越「一定

是男性」這項標準最優先的選項。 

2、古有夫妻不相送之喪葬禁忌，除是因擔心亡者配偶無法忍受喪偶之痛，

更有似「亡者會帶生者一起走」的誤傳，但如此一來，便剝奪了夫妻間

                                                      
3為家屬及親友公開向亡者表達追思及告別的儀式，分家奠和公奠，家奠是供親屬祭拜，公奠則供同事、好友、公司行號等。(臺灣殯葬資

訊網，殯葬知識+-家祭(奠)/公祭(奠)/拈香，http://www.funeralinformation.com.tw/Detail.php?LevelNo=392) 
4出殯時，將亡者的牌位放入「斗」中，由長子或長孫手捧著，稱為「捧斗」。(臺灣喪葬，喪禮流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96%AA%E8%91%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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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告別的機會，不合理外也不利生者內心悲傷的紓解。 

3、基於敬老尊賢的尊卑觀，早逝者常被認為是「討債鬼」，而無法舉行家

公奠禮，時常只能草草了事，只留下了家人無限的遺憾。 

 

（四）生死皆大 

 

家公奠禮以一場莊嚴隆重的喪禮為主，但若為尊重亡者，而危害到公眾權

益也是不當的，例如：當需用到馬路空地搭棚治喪時，須事先向當地警局提出

申請核准，使用天數以兩天為限。雖說亡者為大，但若家屬為其違反社會秩序、

影響其他民眾權益，亡者在天之靈也是難以心安的。 

 

（五）舉行時間 

 

以往喪禮多注重「良辰吉日」，一般民眾便多擇同日舉行，造成殯葬設施

人滿為患，而有限空間與時間，便可能使儀式遷就，家屬無法完整地與亡者道

別。而如今，交通便利且喪假可彈性調整，失去親人，不應倉促道別，建議減

輕旺日需求，分流舉辦。 

 

（六）符合環保並造福子孫 

 

  傳統認為，風水寶地可庇蔭後代，並彰顯亡者的身分地位，卻忽略了生命

的意義：永垂不朽的是功德和言行，而不是高墳巨塚。而基於土地利用及回歸

自然的環保意識，比起占地立碑，節省土地及花費，更能展現人對於後代無私

的愛，造福後人，體現永續發展。 

 

參●結論 

 

從一開始政府興建的公墓，和迷信且忌諱「死亡」的先人，到現今私人殯儀館、

骨灰塔的盛行，及理性坦然地接受死亡的現代人，不僅反映出了社會的變遷，此現象

的轉變和法條的制定更是密不可分。 

 

現今青年由於生活步調快速，工作壓力龐大，自然無心維護舊有習俗；同時，現

代家庭情誼越來越不緊密，我們想這也是導致殯葬禮俗轉變為專業分工的服務業之重

要原因。而現代化有利有弊，其利是現代提倡性別平等，不再只專注於男性；不適宜、

太過迷信的習俗，也會被捨棄或修改。而其弊為葬禮的根源「敬」常被忽略，而被奢

華鋪張所取代。葬禮並非彰顯名聲的工具，而是緬懷亡者的儀式。 

 

而除了一般的入棺、火葬過程，新式的服務（生前契約）更是突破了傳統對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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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葬禮不再只是死後的事，生者也有權力掌握它。目前這類企業型殯葬業，隨

著高齡化的加劇，與吸引客人的創新服務，產值蒸蒸日上，逐漸在臺灣成為舉足輕重

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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